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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今日聊城

市民都咋忙年？记者走访发现———

年轻人图省事 中老年人循传统
本报聊城 1 月 1 2 日讯 (记者 张

召旭)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
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
一扭一扭。”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关于
春节前忙年的顺口溜，然而如今这种传
统的过年方式仅存于少数中老年人身
上，大多数年轻人忙于工作或为追求时
尚图省事，年货基本是从商场超市购
买，对这些传统的习俗也知之甚少。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龙山社区 53
岁的刘春芝家里，马上要到小年了，刘
春芝正忙着洗窗帘、洗被子，打扫房
屋。“按我的计划明天打扫完卫生，后

天去超市买些韭菜、胡萝卜、白菜和虾
仁，先把饺子馅调好，只等着小年那天
包饺子。”一聊起过年，刘春芝是一脸
的高兴。“我还是主张传统的过年方
式，这样过年才更有味道。”刘春芝说，
每年他们家在小年前都要“扫灰”，自
己把屋子打扫干净，才算是自己忙年。

“虽说忙年备年货很累，但新年是新的
开始，忙年就是忙个喜气，忙个盼头。”

和中老年人不同，年经人忙年是
怎么时尚怎么省事怎么来。1 2 日，在
建设路一家馒头订做点，不少年轻人
围着面点师正在订做馒头。在面点师
给出的一份面点样品图案上，记者看
到，象征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等的面

食有 8 种花样。“订做最多的是仙桃、
饽饽和年糕。”面点师告诉记者，来订
做面食的主要是年轻人，现在订做，腊
月廿六七来取。

在柳园路一家精品店内，有许多
年轻人正在挑选春节饰品。“我觉得还
是精品店里卖的饰品好看，小时候过
春节，都是在家里贴些春联，然后再贴
一些剪纸。现在都住进了楼房，现在再
弄那些已经过时了，还不如买几个饰品
挂在家里好看。”市民朱女士说，工作压
力这么大，好容易盼到过年了，就应该
好好休息一下，至于准备年货，缺什么
到超市里买就是了，没有必要自己动
手。

本报聊城 1 月 12

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因为在家乡上班，
每到春节，总有朋友
同学把自己这里当成

“中转站”来暂留歇
脚，可今年春节来得
早，连续两个月一直
加班，还要忙着招呼
这些朋友同学。聊城
一 市 民 连 呼“ 伤 不
起”。

12 日上午，记者
看到一位市民在聊城
火车站出站口张望，
还不时地看表。交谈
中，记者了解到，这位
市民姓李，是开发区
一家企业的财务，他
这是来接即将到站的
同学。“我是请了假过
来的。”李先生说，进
入 1 月份以来，这已
经是他接待的第五个
同学，第四个同学昨
天才刚离开。

“赶到这个点还
是好的”，李先生指指
自己手腕上的表说，
前几个同学都是凌晨
到聊城，他睡一觉就
要起来去接站。“没办
法，谁让自己留在家

乡工作呢！”李先生很
无奈地说，同学朋友
来，他也非常欢迎，大
学毕业后，大家见面
的机会就少了，他也
非常珍惜大家每次相
聚的机会，可是每年
总是赶在这个时间，
让他很纠结。

李先生说，今年
春节来得早，作为公
司财务，到年底时，他
又要做各种报表，到
现在为止，他已经连
续六个周末都在加
班，同学一来，晚上也
休息不好。“都成熊猫
眼了。”

记者采访了几位
聊城本地的市民，他
们也称，时常被当成

“中转站”很无奈。市
民王先生说，他也很
欢迎同学来，可是也
有自己的无奈，去年
年底，连续接待三拨
同学花光了他一个月
的工资。“我的同学朋
友还没开始来。”市民
陈先生说，真希望他
们能再晚两天，我再
加加班，年前工作就
做完了。

朋友返乡都来“歇脚”

自家年年成“中转站”

一市民直呼“伤不起”

12 日，聊城
市区一家商场，
一名年轻人挑选
了件龙年毛绒玩
具做饰品。

本报记者 邹
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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